
添加第二題的意義，在於指出之前歸納出的經驗
是有所不足，就是之前的分數變形之所以變得簡
單 ， 關 鍵 在 於 每 一 項 能 拆 開 ， 比 如
1
2×3=

3-2
2×3=

1
2 -
1
3 和

1
4×6=

1
2×
6-4
4×6=

1
2 ( )1
4 -
1
6 ，

而能拆開的關鍵在於分子是分母兩數的相差，若分
子不是分母兩數相差，就是乘以另一個分數才可以

進一步化簡，即後式中的12。

學生在理解問題一時，能清晰地明白到化簡的關
鍵在於分子是分母兩數相差，而能夠第一次做問題
二就做對的人是很少的。因此分數巧算的題目，經
常能指出學生分析重點時有所不足，也是一個鍛煉
理解力的好時機。
不過看着這些巧算題目，有時可能會覺得，數字

還真是特殊了點，好像很偏，長遠沒什麽大用。若
是有這點懷疑也是好的。以下嘗試把技巧應用在別
的問題上，看看讀者有沒有新看法。

比如嘗試估算M= 122+
1
32+
1
42+...+

1
102，這道問題

看起來沒什麽特別做法，加起來連大概是多少也難
有概念。不過若是用上了之前巧算的結果，就有點

較清晰的理解了。注意到 1
2×3〈

1
22〈

1
1×2，有如下

估算的方法：

原本很特殊的巧算形式，可以通過不等式，求出
類似形式的算式的估值。巧算的結果，雖然不會時
刻都對分數加法有簡化的作用，但一大堆能做分數
巧算簡化的算式，卻可以用來和其他類似的分數算
式相比較，從而得到一定準確度的估值。
分數巧算是奧數中常見的課題，看來有時覺得太

耍弄技巧，但學習上，有它增長理解力的意義，在
運算上，可以和其他算式作比較，有估算的作用。
另外，由於化簡的效果顯著，往往會令學生覺得

驚奇，有提升興趣的效果。奧數的原意，也在於能
引起學生的興趣，問題的難度和應用的廣度之間取
平衡，從而得到良好的教學效果。因此分數巧算在
奧數中就如此常見了。 ■張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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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還記得 2012 年的「金星凌
日」嗎？那就是金星在太陽表面掠
過的天文現象，而這也為天文學家
提供了另一個方法去偵測其他系外
行星。
當行星在我們和恒星之間經過

時，會擋去恒星的部分光芒。行星
本身並不發光，不一定能被我們直
接看到；它在恒星表面留下的陰影
可能也是太小了。
不過，從我們的角度，就會量度

到恒星變暗了；由於行星是周期性

地繞着恒星轉，我們還可能發現恒
星是有規律地變暗，從而判斷行星
的存在。
倘若木星在太陽面前經過，太陽

會因此變得有多暗？簡單而言，恒
星的亮度跟它的面積成正比；木星
的半徑大約是太陽的十分之一，因
此「木星凌日」（當然我們不可能
用肉眼看到）只會令太陽的光度減
低百分之一，但如此細微（甚或更
細微）的波動已足夠令天文學家推
斷部分行星的存在了。

??計算 1
2×3+

1
3×4+

1
4×5+...+

1
9×10。

問 題 一

答 案
表面上分數各不相同，要加起來極為複雜，
但通過分數變形後就可簡化。留意到
1
2×3=

3-2
2×3=

1
2 -
1
3，類似地，有

1
3×4=

1
3 -
1
4和

1
4×5=

1
4 -
1
5等等，可以得知

注意到過程中，分數變形起了重要的作用，變形後大幅化
簡了運算。
這道問題說穿了方法，也不太複雜的，不過之後學生總結
經驗時，就有分別了。有些人會看到既然最終都是計算到
1
2
1
10- ，那麽2就是第一項

1
2×3分母左邊的2，而

10就是尾項 1
9×10分母右邊的10，那樣各自拿

1
2和
1
10出來

相減就是。這固然也是對的，不過數字改一改就很可能會
錯。

1
2×3+

1
3×4+

1
4×5+...+

1
9×10 =

1
2 -
1
3+
1
3 -
1
4+
1
4 -
1
5 +...+

1
9 -
1
10

= 12 -
1
10

= 25

數碼年代，我們使用不同的電腦系統幫助
我們解決問題。「電腦科學」是一個利用電腦
解決問題的學問，而「程式設計」是利用電腦
語言開發解決問題的方法。電腦科學包括硬件
及軟件設計、應用程式的運用，以及電腦在人
類社會上的角色。
運算思維建立了不同的計算方式，包括邏
輯式（if-else）、迴路（looping）等使我們可
以透過這些設計解決問題的方法。而這些的計
算方式衍生了設計解決問題的「人工智能」，
可以透過電腦的語言編程，從而運用電腦的高
速運算能力解決問題。

課程內容須連上現實問題
我們使用運算思維設計解決方案時，除了

運用科學的角度分析問題之外，還需要了解用

家的態度。而且，解決方案是沒有完美的，需
要不斷反思設計出來的解決方案，從而優化解
決方案的效能。
近年，因為數碼世界已經融入了我們的日

常生活，我們必須了解電腦的運作從而可以正
確地運用這個科技給我們生活的方便。有學者
認為，學習程式設計可以幫助學生提升解決問
題的能力，亦可以了解電腦的運作，因此編程
應該要納入主流學科之中。
當我們設計編程課程的內容，須透過可以
運用「基本的運算思維方式」解決的現實問
題，給予學生思考解決方案，透過課堂的討論
研究可行的優化方案。
評核方法亦需要設計一套基於表現和質素

的評分標準，而不是單純運用傳統的打分方法
評分。 ■香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 瞐龗

程式設計與運算思維
逢星期三見報

科技暢想

簡介：本會培育科普人才，提高各界對科技創意應用的認識，為
香港青年人提供更多機會參與國際性及大中華地區的科技創意活
動，詳情可瀏覽www.hknetea.org。

隔星期三見報

氣象萬千

數字颱風信號一百年？難道一百年前沒有
颱風信號？不是，只是沒有用數字。那用什麼
呢？以前是用風砲的，但風砲是當颱風十分接
近時才會發出，所以對市民的警示作用不足
夠。
到1917年，天文台開始採用數字颱風信

號，讓市民有更加好的預警。一號相等於今天
的戒備信號，而二三四五號就相等於今天的八
號風球，六號就等於今天的九號風球，代表烈
風增強，去到七號風球，相等於今天的十號風
球，即是風力已是最大，達到颶風程度。

1931年首用一至十號系統
其實在過去的一百年，數字颱風信號是經

歷過很多次的變更。最重要的一次是在1931
年。為什麼呢？原來在1930年，遠東區的台
長開了一個會議，統一了這個系統。1931
年，香港正式採用由一號到十號風球這個系
統。
80年前，有五號、六號、七號及八號風

球，哪一個風力強勁些？他們均代表烈風，但
是從4個不同方向吹來—東北、東南、西
北、西南。市民可能會有誤解，譬如由八號改
為六號，是否風力有所下降？其實不是，4個
不同的數字，只是代表4個不同方向，即是一
樣咁大風，那就很容易引起誤會。
有見及此，天文台經過一輪諮詢同研究，

去到1973年，就決定採用一個今天大家好熟
悉的風球制度，就是用一個數字表示4個不同
的方向，即八號風球。

為什麼八號烈風訊號，要分4個方向，分得
這麼仔細？因為香港的地形非常複雜，從不同
方向吹來的風，影響都不同。
你可能會問，為何十號風球沒分4個方向？

十號風球是颱風風眼已經非常接近香港，風力
很大，達到颶風程度，因為在風眼當中，會是
在無風的狀況，但很快又會從另一個方向再吹
來很大的颶風，所以它不能分4個方向。

數字颱風信號一百年

分數巧算考你理解力逢星期三見報

奧數揭秘

簡介：香港首間提供奧數培訓之教育機構，每年舉辦奧數比賽，並積極開
辦不同類型的奧數培訓課程。學員有機會獲選拔成為香港代表隊，參加海
內外重要大賽。詳情可瀏覽：www.hkmos.org。

百  科  啟  智

行星恒星「拔河」微振 後者變暗證前者存在

上次提及，天文學家早已掌握了一些尋找
太陽系外行星的方法了。需知道行星本

身並不發光，而這些太陽系外的行星又跟我
們距離這麼遠，要尋找它們，絕非易事。那

麼天文學家又是如何做到的？今天就來為大
家介紹兩種最常用的方法。這兩個方法聽起
來好像不太複雜，然而要偵測到太陽系外行
星的存在，需要的準確度卻是很驚人。

逢星期三見報

科學講堂

星期二．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星期四．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星期三．中文星級學堂
．文江學海
．百科啟智

星期五．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文江學海星期一．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通識把脈）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百搭通識

作者簡介：香港大學土木及結構工程學
士，在加拿大修讀理論粒子物理。現於香
港大學理學院任職講師，教授基礎科學及
通識課程，不時參與科學普及與知識交流
活動。

談起太陽系，我們腦海中常常會浮現這樣
的一幅卡通圖像：太陽像個老翁般靜止不動
地坐在中間，其他的行星就以它為中心繞着
轉。這其實是不正確的，因為太陽並非完全
靜止不動。
牛頓的第三運動定律早已告訴了我們，力
是雙向的：當行星受到來自中心恒星的萬有
引力牽引而繞着它轉的同時，行星也會用相
同的力「反擊」，把中心恒星拉得繞圈轉。

當然，很多時候位於中心的恒星比它周圍
的行星重很多（以我們太陽系中最重的行
星—木星為例，它的質量還不足太陽的千分
之一），因而當行星以相同的力度去拉動中
間的那顆巨人恒星時，巨人恒星很多時候就
真的好像不倒翁一樣，只是在原地附近小小
的繞動。
在只有兩件物體互相以萬有引力牽引的情

況下，物體的質量和它軌跡的大小成反比，
因此太陽晃動的幅度只會約是木星軌
跡大小的千分之一。
這個晃動的半徑看起來好像很大—
大約700,000公里，正好跟太陽自己的
半徑差不多，但別忘了我們會在很遙
遠的距離之外去觀測太陽的這個晃
動。
南門二（Alpha Centauri）距離我們

約4.4光年，是跟太陽最接近的恒星
系。從南門二觀測太陽的這個晃動，
就恍如要分辨500公里外一個智能手機
的厚度，絕非易事。然而，天文學家
就是靠着偵測這些微細的「振動」去
尋找其他圍繞恒星運轉的行星。

尋系外行星 測細微振動

「如分辨500公里外智能手機厚度」

小學時遇上分數加減，多少會覺得要
通分母是有點麻煩，遇上許多個分母不相
同的分數加起來，會覺得很複雜。

奧數中有些特殊形式的分數加起來，
會有較快的做法，而學習過程當中，不同
學生會呈現出不同程度的理解力。

這次我們嘗試通過一道分數巧算的題
目，談談學習數學時的理解和應用的問
題。

「金星凌日」「木星凌日」令太陽變暗

答 案 要注意的是若是用14 -
1
20=

1
5是錯的。

正 確 的 方 法 是 要 留 意 到
1
4×6=

1
2×
6-4
4×6=

1
2 ( )1
4 -
1
6 。類似的有

1
6×8=

1
2 )1
6 -
1
8( 等

等。
因此有

(= 12
1
4 -

1
4×6+

1
6×8+

1
8×10+...+

1
18×20

1
6 +
1
6 -
1
8+...+

1
18-
1
20 )

(= 12
1
4 -
1
20 )

= 110

??計算 1
4×6+

1
6×8+

1
8×10+...+

1
18×20。

問 題 二

幫助估算 學生驚奇

+...+1
2×3+

1
3×4

1
10×11

〈M〈 +...+1
1×2+

1
2×3

1
9×10

〈M〈1- 110- 111
1
2
〈M〈 910
9
22

簡介：本欄以天文台的網上氣象節目《氣
象冷知識》向讀者簡介有趣的天氣現象。
詳請可瀏覽天文台YouTube專頁：https:
//www.youtube.com/user/hkweather。

《《數字颱風信號百年來的演變數字颱風信號百年來的演變》》

科學研究並不是集郵：生物學
家不會滿足於只是詳細地記錄各
種生物的特徵，天文學家也不是

漫無目的地記下各樣星體的大小形狀。
各種星體的記錄，其實為其他課題提供了寶

貴的數據，例如：星系是如何形成的？生命是
在什麼樣的環境下誕生的？為了準確量度，天
文學家還開發了各樣精密的儀器和方法，大大
推動了科技的發展呢。 ■張文彥博士

小 結

■過往每年發現的太陽系外行星數目。
網上圖片

■（左圖）2012 年「金星凌日」天文現象。圖中黑點為在太陽面前掠過的
金星。（右圖）當行星在恒星前經過時，恒星就會略為變暗了。 網上圖片

■1931年的
十號風球系
統，其中五
六七八號只
是代表了 4
個 不 同 方
向，容易引
起誤會。

視頻截圖


